
树之歌课后反思 花之歌教学反思教学反思
(精选8篇)

通过阅读范文范本，我们可以不断丰富自己的词汇和句型，
提高语言表达的准确性和流畅度。当我们写范文范本时，要
充分考虑目标读者的需求和接受能力，力求达到信息的准确
传递和思想的深入沟通。1.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范文范
本，旨在为大家提供写作的参考和借鉴，希望能给大家带来
启示和灵感。

树之歌课后反思篇一

1、课文应让学生反复朗读，我一定照顾全面，把读作为基础，
以后借用早读时间加强学生的读书。

2、进一步充分备课，做好课前准备，提前让学生课前预习。
另外，真正把单元整体教学做好，围绕单元主题展开有效的'
学习，这样学生才会对课文有个整体的感知和把握。

树之歌课后反思篇二

?树之歌》是一首介绍树木特征的归类识字儿歌，描写了11种
树木，表现了大自然树木种类的繁多、丰富，是一篇孩子们
喜爱的韵文。这首儿歌只有4句话，分别从样子、颜色、习性
和价值等方面概括出不同树木的特点。本课应结合地域特征，
联系学生生活环境和生活经验认识多种树木、说出树木名称、
创编儿歌、认识带“木字旁”的汉字就是水到渠成了。所以，
本课主题单纯，内容浅显，重在识字。

树之歌课后反思篇三

识字习惯的养成，借助情境，立足语境，多元识字。课堂上
我应按照课前预设去做，这样的话，学生识字兴趣浓厚，大



大地提高了识字效率。课件用儿歌的形式，配上精致的插图，
将杨树、榕树等11种树木的特点呈现出来，让学生对树木有
一定的了解。教学过程中，再让学生自由说一说自己熟悉的
树木，以此导入，激发学生的兴趣。本课是一首儿歌，那么
了解儿歌的特点，以及学会朗读儿歌也是教学过程中必须体
现的，所以应以朗读儿歌的形式贯穿整个教学过程，让学生
在读熟儿歌的基础上学习生字，了解汉字的造字规律。

树之歌课后反思篇四

1、本课我围绕几个大问题展开，且每次的问题都很明确，从
总体到部分，由表及里，层层递进，有梯度地训练孩子找出
每一句中的树、说出树的特点，进一步调动感官找出相应树
的图片。学生在此环节的积极性被充分地调动起来了。

2、根据儿童诗的特点，我力求创设情境，激发学生的学习兴
趣，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让学生自主读书、自主识字，
展开丰富的想象，培养孩子的想象能力。

3、设计明确的教学目标，不单单停留在读和背上，而是让学
生掌握阅读方法，懂得获取知识。

4、最后的创编儿歌环节，我引导孩子观察树木图片的特点，
示范编儿歌，然后请同学大胆练习创编，及时纠正，让孩子
们对更多的树木有了更深的认识，同时也锻炼了孩子们的口
头表达能力。

树之歌课后反思篇五

教学本课，我制定了以下教学重点：朗读、背诵儿歌，利用
形声字特点掌握木字旁的8个生字，初步了解树木特点。教学
时，我在引导学生熟读儿歌后，圈出儿歌中的树木名称，然
后与插图一一对应，由这些表示树木名称的词语引出生
字“梧、桐、枫、松、柏、桦、杉、桂”，利用形声字的构



字规律，将同偏旁的汉字进行归类识字。这首儿歌篇幅短小，
读来朗朗上口。而且洋溢着浓浓的情趣。所选的树木具有代
表性，贴近儿童生活。学习完课文，我又进行了拓展延伸，
列举了一些生活中常见的树木，让孩子们说说这些树木的特
点，并有意识地模仿《树之歌》说一说。比如：“杨树直，
榕树茂，柳叶弯弯像眉毛。”“榆树高、槐树壮，梧桐树叶
像手掌。”“石榴开花红似火，桂树花开十里香。”激发了
学生的说话热情。

树之歌课后反思篇六

同学们，树是我们人类的朋友，在我们的身边随处可见，你
认识身边的哪些大树呢？

板书课题齐读课题

首先让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认识一下这些树朋友吧。

二、整体感知

1、初读课文，做到一准五不。

2、在读课文，和同桌小伙伴比比谁读得通顺。

3、小声读课文，找到课文中出现的树宝宝，用喜欢的符号标
出来。

三、读认生字

1、出示词语，检查认读情况。

2、去掉拼音检查。

3、观察梧、桐、枫、松、柏、桦、杉、桂



有什么相似点。

他们都是“木字旁”的字，都与树木有关。你还知道哪些带有
“木”字旁的字？

4、书写指导“枫”

指导顺序：1、笔顺。2、压线。3、起笔。

5、交流识记其他生字

交流识字方法。注意“熟字加笔画”、“形近字对
比”、“同音字”、“熟字去偏旁”、“拆部件”、“减笔
画”等识字方法的运用。

四、指导朗读课文

1、看图识树朗读。

（1）课件出示图片：

预设：什么树？什么特点？

杨树高，榕树壮。结合图片理解“高”和“壮”的特点。

（2）课件出示图片：

预设：什么树？什么特点？

梧桐树叶像手掌。借助比喻句理解梧桐树叶的形状。可以说
一说，你还知道什么树叶，用一个比喻句说说它的特点。

（3）课件出示图片：

预设：什么树？什么特点？



枫树秋天叶儿红。明白枫叶在秋天经霜变红的特点，可以借
助古诗“霜叶红于二月花。”来理解。

（4）课件出示图片：

预设：什么树？什么特点？

松柏四季披绿装。可以引导学生赞美松柏耐寒的特点，理解
其精神。

（5）课件出示图片：

预设：什么树？什么特点？

木棉喜暖在南方。了解南北方不同树木的特点。

（6）课件出示图片：

预设：什么树？什么特点？

桦树耐寒守北疆。了解南北方不同树木的特点。

（7）课件出示图片：

预设：什么树？什么特点？

银杏水杉活化石。明白活化石的含义。是指这种树古老而又
稀少。

（8）课件出示图片：

预设：什么树？什么特点？

金桂开花满院香。理解桂子花开香飘十里的特点。



2、表演读课文。

五、我是小诗人。

柳条弯弯____

桃树花开____

银杏叶儿____

六、拓展延伸：

请小诗人们课下收集更多树宝宝的知识，写一首小诗读给爸
爸妈妈听吧！

树之歌课后反思篇七

?树之歌》是一首介绍树木特征的归类识字儿歌，描写了杨树、
榕树、梧桐树、枫树、松树、柏树、木棉、桦树、银杏、水
杉和桂花树等11种树木，表现了大自然树木种类的繁多。

这首儿歌篇幅短小，读来朗朗上口，容易记忆，而且洋溢着
浓浓的情趣。所选的树木也具有代表性，比较贴近儿童生活，
是一篇很好的学习题材。

教学时，我在引导学生熟读儿歌后，让孩子们圈出儿歌中的
树木名称，然后与插图进行一一对应，由这些表示树木名称
的词语引出今天要学习的生字“梧、桐、枫、松、柏、桦、
杉、桂”，再利用形声字的构字规律，将同偏旁的汉字进行
归类识字。并有意识地让学生模仿《树之歌》说一说。比
如“杨树直，榕树茂，柳叶弯弯像眉毛。”“榆树高、槐树
壮，梧桐树叶像手掌。”“石榴开花红似火，桂树花开十里
香。”激发了学生的说话热情。最后指导学生写小诗，展开
丰富的想象，培养孩子的想象能力，让孩子们人人成为小诗



人。再重点指导朗读，达到熟读成诵。所以以朗读儿歌的形
式贯穿整个课堂，让学生在读熟儿歌的基础上学习生字，了
解汉字。

这节课的不足之处是：

在教学中，我重在识字方法的引领和识字兴趣的激发，但是
还没有达到预期的识字效果，这有待于我进一步提高教学效
果。

树之歌课后反思篇八

?语文课程标准》强调，第一学段的识字写字教学要让学生喜
欢学习汉字，有主动识字、写字的愿望。在本课教学中，我
在课文解读上花费时间较多，导致学生识字教学时间不足，
没有给到孩子们充分的时间练习写字。此外，拓展环节，忽
略了课后练习中的几种树木，没有把那几种树木创编到儿歌
中，没有在情境中拓展延伸。此外，课后的几句有关树木的
名言，也应作为重点之一，融入到课堂教学之中。


